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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林，是一名普通职工。毕

业后三年，一直在外漂泊。由于

工作一直没有起色，每年回家都

成了头疼的问题，受不了回家父

母热切的眼神与话语，更受不了

身边亲戚朋友的盘问。渐渐回家

成了“恐归”，不是不想家，是现

实状况让他害怕回家。带上年

货、准备些礼品、来回车票加上

折腾，让他变成了恐归族。

谁不想回家？谁愿意在万家

团圆时孤零零地蜷在宿舍里吃

泡面？一边是父母的殷切期盼，

一边是现实的残酷。娘啊！不是

儿不想回，而是没有回去的底气

和勇气。

“恐归”是因为缺票子。混得

再不好，高铁再昂贵，一张归家

的车票还是买得起的。虽然所有

做父母都会一再叮嘱，什么东西

也不要买，家里啥都不缺，但真

的能不带回去“一丝云彩”吗？父

母年事已高，爷爷奶奶体弱多

病，小侄子聪明可爱，不“表示”

一下，能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吗？

正月里，看七大姑、拜八大姨、参

加同学会，这一切，少了票子能

行吗？打肿脸充胖子的滋味不好

受啊……

“恐归”是因为好面子。看

看周围邻居，某某家儿子当上
“总”了，某某家姑娘开上“马”

了，某某家女婿给丈母娘买上
新房了……不怕人比人，就怕

儿比儿！感到对不住的是父母

的面子，省吃俭用供自己上
学，多少次都梦见儿子成龙

了，只可惜，到头来，盼回的依
旧是一个“两袖清风”的儿。假

期结束，儿女们拍拍屁股，远

走高飞，做父母的却只能低头

做人，矮人三分了。

“恐归”是因为没妻子。数

不清做了多少次伴郎，忘记了

送出去多少红包，一年过了一
年，自己还是“剩”下的一族。

一个人倒是习惯了，上班充

实，下班休闲，操心的是父母，

看着人家的孙子都会打酱油

了，自家的孩子还在那悠哉乐
哉，哪个做父母的能不急。急

又有什么用呢？儿女也有儿女

的难处啊，买不起房谁愿意做

你的丈母娘？工作忙哪有时间

谈恋爱？腿长在他们身上，做

父母的鞭长莫及，春节回家还

不逮着机会了，想想就害怕

妈，你听见了吧。这就是

我这个“恐归族”的心里话。有

人说“恐归族”是个伪命题，是

不愿意回家的年轻人自己编

造出的借口。此言差矣！谁也
不是冷血动物，谁不想念自己

的家人，特别是新春佳节，看

着别人大包小包往家赶，羡慕

啊！有多少年轻人离家时满腔
热血，梦想着将来衣锦还乡。

可是出来后才发现现实的残

酷，原来一夜暴富只是个神

话，原来老实会被欺负，原

来……丰满的理想很快变得

瘦骨嶙峋，囊中羞涩早已没有

了回家的勇气，挣点加班费，

省张车票钱，都可以成为不回

家的理由。

当新年的钟声响起，听着窗
外鞭炮齐鸣，孤灯瘦影，浊酒独

饮，此中心酸，孰人能知？

老家是菏泽的李娟，外

出打工也有四年了。不是不

想家，只是回家了就会被逼

着相亲结婚。东家阿姨西家

婆婆的热心邻居，总是不冷

不热的揭开一些李娟不愿意

提及的伤疤。工资也刚刚够

保证自己的温饱，回家一趟

的费用加起来对她来说也是

一笔不小的费用。

母亲在家里日夜操劳，十

年如一日，辛勤劳动为了家人，

为整个家，为哥哥的婚事，几乎

都操碎了心。如今，为了远在异
乡的我，想想他们的身子日渐

佝偻，银发渐渐增添，心里莫名

的难受，好像是有箭狠狠地刺
在我的心窝。记得小学的时侯，

每年放假回家，母亲的脸上都

挂着笑容，那时候，她还有一头

乌黑的长发，那时候，她的脸上

还是那么丰润饱满，双手没有

老茧，总是在我的头发上摩挲

着，把所有的温暖都给了我。

那时过年回家，妈妈都会

提前打电话给我，然后就在家

里准备东西，买这买那，准备一
桌丰盛的饭菜。待吃完饭，妈妈

会递给我一个神秘的红包。在

妈妈心里，我和大哥是她最心

疼的人，她几乎把所有的心血

都倾注在我们身上，希望将来

会过得更好，有一个幸福的家

庭和一个贤惠的媳妇，好好的

过日子，仅此而已。妈妈经常对

我说：“女儿，你在外面工作也
辛苦，但是一定要过得好，多买

点好吃的，别委屈了自己，父母

不期望你能给家里多少钱用，

只要你好，我们也就安心了。”

从那时起，每每过年回家，我不

再期盼着大年三十晚上的到

来，我不再希望得到父母辛苦

攒下来的钱，包成压岁钱发到

我的手中。

我只希望和他们坐在一个

桌子上，开心地吃饭，谈笑，如

此而已。“以后就由我来给你们

发压岁钱。”我说。然后母亲就

在一旁抹眼泪，父亲浑浊的眼

里也开始红起来，大哥在一旁
静静地看我，最后，竟然也落下

泪来。

大哥说，小妹，大哥没能考

上大学，为家里添光彩，已经对

不起爸妈，现在你一定要好好

干，有空的时候，常回来看看。

临近年关，我突然想起了

这首歌，就这样听着听着，已经

泪如雨下。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哪怕帮妈妈刷刷筷子，洗洗
碗，老人不图儿女为家做多大

贡献……”

妈妈！今年我一定回来！

春运开始，年味渐浓。然

而，因为经济原因，过年一切

费用算起来，差不多要花上

万元。不少人在回与不回的

两难中徘徊，“春节恐归族”

诞生了。

一家网站发起的“你为何不

敢回老家过年”的调查中，有

43%的人选择因“回家过年开支

太大，承受不起”而不敢回老家

过年。在这些受调查者中，有

80%的比例是未婚男女，其中月

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占90%。

收入不多，但过年花费却

相当昂贵。在这一调查中，只

有10%左右的受调查者过年花

费在3000元以下，有相当多的

受调查者表示过一次年要花

掉万元以上。

有“恐归族”在网上还总

结了“五大怕”：一怕饭局“车

轮战”，太累；二怕春运压力

大，太惧；三怕父母逼婚事，太

窘；四怕往来人情债，太烦；五

怕节后综合征，太愁。

不少打工者的表示：“前

段时间父母总问我过年回家

不，我一直说不知道，得看看，

春节加班的话就不回来了。其

实，公司春节根本就不加班，

我是实在不敢回来。我算了一

笔账，年底拿到工资，交了房

租，春运回家的车费就要四百

多，到时候我估计连帮妈妈买

件毛衣的钱都没有，儿子没脸

回呀！”

此中心酸，孰人能知？

妈，今年我一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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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从家乡东北考学出来，留在了烟台，现

在在一家私人企业上班。由于家里的经济状况一

般，父母一直省吃俭用供出了这么一个大学生。但

是工作后，并没有想像中的顺利，遇到了不少挫

折。现在一个月工资加上年底奖金能平均到两千

元。但是想想父母为自己辛苦多年，过年返乡实在

有些让他害怕，怕父母会失望。

这几年几乎都在异地他乡，平时很少给家里

通电话，而自己其实也不知道在瞎忙些什么，平日

里东奔西跑，随时都是空闲的时间，一到了过年的

时候，却反而忙起来。因此在过年前的一个月，我

会提前和父母问候一声，主要问候他们身体健康，

如此简单的一个电话，父母在电话那头经常高兴

得掉下眼泪，吸着鼻子说：“有空的时候，就回来，

但别耽误了工作。”

“几个月也不来个电话，唉……”我经常听到

父亲在电话那头叹气。“儿子是担心电话费贵，能

省一点儿是一点儿。”母亲这样对父亲说。

我知道，母亲欺骗了父亲，而我欺骗了母亲。

不为别的，只是对儿子的一种默默牵挂，虽然彼此

远隔千里，但是只要能听到声音，心里已经感到很

安慰了。妈妈说：“儿子，过年你回来的话，我就请
假，如果不回来，我还在那家当保姆。家里人少，过

不过节的无所谓，将就一下就可以了。”

每每回想起这句话的时候，我都禁不住流下

眼泪，心里剧烈地颤抖着。

春节在即，又到一年归家时。然而有一些人想回家过年，

却又害怕归乡，怕派发红包、怕走亲戚、怕被父母催婚。这部
分人被称为“恐归族”。

如果你也有不一般

的故事，如果你也想讲述

你的故事。我们期待您的

参与。

联系方式：wendy1616

@126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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